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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提高甩油盘雾化质量，采用试验研究方法，对一种叶型甩油盘三个出口的液雾特性分别

进行了研究，并与圆出孔甩油盘进行对比。研究表明，转速增加，液雾SMD（索太尔平均直径） 减小，

浓度变大；流量增加，液雾浓度变大，圆出孔甩油盘液雾SMD变大，叶型甩油盘液雾SMD变化不规律。

甩油盘液雾 SMD与浓度整体上呈反比，SMD大的地方浓度小，SMD小的地方浓度大。液雾 SMD随径向

距离增加先减小后增大，转速大于 12kr/min后，SMD最小点距出口径向距离约 20mm。相同流量、转速

下，圆出孔甩油盘液雾 SMD更小，但叶型甩油盘液雾均匀性更好，轴向分布范围更广。在叶型甩油盘

出口后开槽可以显著减小液雾SMD，锯齿型出口可以增加液雾浓度及减小低转速下液雾S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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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Atom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linger with Bl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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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tomization quality of slinger，the atom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 blade
slinger with three different outlets was studied by 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s，and compared with the slinger
with only one round hol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pray SMD（Sauter mean diameter）becomes smaller and
the concentration decreases as rotating speed increases. When flowrate increases，the spray concentration increas⁃
es，the slinger with one round hole’s spray SMD become larger but the blade slinger’s spray SMD changes irregu⁃
larly. The spray SMD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concentration as a whole，where the SMD is smaller，the
concentration is larger；where the SMD is larger，the concentration is smaller. The spray SMD first becomes
smaller then becomes larger with the increase of radial distance. When the rotating speed is greater than 12kr/min，
the minimum SMD point is about 20mm away from the outlet in radial distance. Under the same flowrate and rotat⁃
ing speed，the slinger with one round hole’s spray SMD is smaller，but the blade slinger’s spray has better uni⁃
formity and a wider axial distribution range. Slotting after the outlet of blade slinger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spray SMD；the zigzag outlet can increase the spray concentration and reduce the spray SMD when the rotating
speed is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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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甩油盘是一种旋转雾化器，具有结构简单、重量

轻、流量上限高等优点［1］，主要应用在中小型航空发

动机的燃烧室中［2-5］。甩油盘的构型、直径，出孔的形

状、大小、长度、数量、布局等均会对其液雾特性产生

影响，进而影响到燃烧室的设计与气流分配。甩油

盘的液雾特性主要包括液雾 SMD大小、浓度及在空

间各点的分布，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

Morishita对多种结构甩油盘进行了试验研究［2］，

结果表明，旋转圆盘型甩油盘液雾 SMD小于出孔型

甩油盘，甩油盘的液雾 SMD大致与甩油盘边缘线速

度的-0.7次方成正比。Dahm等对不同出孔形状、大

小的甩油盘雾化特性进行了研究［4-6］，认为甩油盘出

孔内液体分为薄膜与液流两种形态，出孔外液体破

碎方式又分为次临界与超临界两种破碎模式。根据

液体在外壁面的延伸情况，又分为规则与不规则两

种模式。其中，液膜形态、超临界破碎、规则模式的

液雾 SMD更小，液滴尺寸分布更加均匀。作者还对

圆形、方形、长槽形出孔进行了研究，认为液体会聚

集于出孔曲率最小处，增大出孔直径，有利于雾化。

Sescu等对甩油盘雾化性能进行了数值模拟及试验研

究［7-10］，认为液雾 SMD随甩油盘转速增加而减小，流

量增加而增大；液体破碎距离随流量增加而增大，转

速而减小；液雾液滴直径分布范围随流量增加而增

大，转速增加而减小。增大出孔直径，可以减小液雾

SMD。Choi等通过一系列试验，对实际应用于小型燃

气轮机的甩油盘进行了研究［3，11-14］。结果表明，在甩

油盘轴向方向上，液雾 SMD变化不大，但液滴速度变

化很大，轴向距离越大，液滴速度越小。当甩油盘位

于与轴向平行的气流中时，气流速度小于 50m/s，液
雾 SMD主要受甩油盘转速影响；气流速度大于 100m/
s时，甩油盘转速对液雾 SMD影响不再明显。Paquet
等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15］，认为在低转速

下，旋转圆盘液雾 SMD小于出孔型甩油盘；超高转速

下，孔型甩油盘液雾 SMD显著小于旋转圆盘。

国内学者对甩油盘也做了相应研究。1995年，

贾永忠［16］利用振动频谱分析方法，得出甩油盘雾化

SMD公式。2003年，曾川等［17］设计了甩油盘环形折

流燃烧室并进行了点火试验，得到了良好的试验结

果。2007年，宋双文等［18］对甩油盘折流环形燃烧室

进行了性能试验，研究了不同转速下燃烧室的总压

恢复系数、出口温度分布不均匀系数（OTDF）、燃烧效

率等性能。2012年，熊纯等［19］测量了一种甩油盘的

雾化性能，得出随着甩油盘转速增大，其雾化锥角变

小，液雾 SMD变小；当甩油盘转速大于 2.5×104r/min
时，燃油雾化 SMD基本保持不变。

针对甩油盘构型对液雾特性的影响，参照应用

于工业干燥流程叶片旋转盘［20］，设计了一种叶型甩

油盘，对其液雾 SMD、浓度的空间分布规律等雾化特

性进行了试验研究，并选择传统圆孔甩油盘作为参

照，比较二者雾化性能的优劣。

2 试验系统

2.1 试验装置

图 1为试验装置示意图。试验台电机固定在支架

之上，由调节器控制转速，调节范围为 0～24kr/min，
最小调节单位为 6r/min。试验件垂直安装于电机轴

上，外围安装有透明保护罩用来收集试验件甩出的

液体。保护罩底部开有出液孔，液体从此处流入储

液桶。储液桶中液体经过滤器、回流水泵、阀门、质

量流量计，重新从喷管喷射到试验件，实现循环利

用。其中，回流水泵可以在阀门关闭情况下实现液

体自动回流，避免水泵烧坏；阀门为微调阀门，可以

精确调节流量；质量流量计量程为 0～40g/s，最小测

量单位为 0.1g/s。试验测量系统主要由高速摄影仪与

多普勒相位分析仪（PDPA）组成。高速摄影仪主要用

于拍摄试验件出口处液体的形态，PDPA用于测量试

验件所产生液雾的粒径分布。

图 2为试验件示意图，图中 A为普通出口，出口 B
在出口 A基础上，在出口后侧开一道槽，以阻断液体

在试验件外表面延伸。出口 C在出口 B的基础上，将

Fig. 1 Schematic of test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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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出口边缘加工成锯齿状，用于引导叶片表面液

体流动。

图 3为喷管示意图，液体从喷管顶部三个径向缝

隙中喷出，避免液体直接从喷管顶部喷出，打在试验

件侧壁面，而使得液体过度集中于试验件侧壁面，在

出口处不能轴向均匀分布。液体通过喷管从试验件

中心入射，经过试验件内环缝隙，流到叶片表面，之

后随试验件旋转加速，顺着叶片从出口缝隙甩出。

试验时，封堵试验件内环两个缝隙，使液体只流向指

定的叶片，可以对三个出口分别进行研究。

图 4为对照试验件结构示意图，试验件为传统孔

型甩油盘，出口为圆形。液体通过喷管打在试验件

侧壁面，旋转加速后，从出孔甩出。试验件只有一个

出孔，防止多个出孔互相干扰。

2.2 试验参数

图 2中，试验件外径为 100mm，叶片轴向宽度分

为 10mm。A，B，C三个出口缝隙宽度均为 2mm，出口

B，C的槽距出口 1mm，槽深 2mm，宽 1mm，轴向长度

与叶片宽度相同；出口 C锯齿宽度、深度均为 1mm。

图 3中，喷管直径为 10mm，出孔缝隙长度为 8mm，宽度

为 1mm，数量为 3个。图 4中，试验件外径为 100mm，

与图 2中试验件相同；出孔为圆形，直径 3mm，孔长

3mm。

在孔型甩油盘中，液体沿出孔圆周甩出；在叶型

甩油盘中，液体沿叶片甩出。直径为 3mm的圆孔，周

长为 9.42mm，与 10mm宽的叶型甩油盘叶片宽度相

近，可以用来对比研究在同样湿周长度下，出口形状

对雾化的影响。

图 5为 PDPA测点示意图。选过试验件轴线的一

个平面作为 XY面，试验件圆周与平面的相交线作为

X轴，相交线的中点作为原点，原点到试验件轴线的

垂线作为 Y轴，X轴与 Y轴方向及测点位置如图 5所
示，测点序号为 1~7。试验将测量这些位置的液雾特

性，大致描绘出整个雾化场的液滴分布情况。试验

件转速为 0～24kr/min，流量为 0～27g/s。

3 结果分析

3.1 出口液体形态

图 6为高速摄影拍摄的叶型甩油盘各个出口的

液体形态相片，流量为 3g/s，试验件向逆时针方向旋

转。可以看到，在转速不大于 1.2kr/min时，出口 A中

部分液体离开出口后，会先在甩油盘外壁面向后延

伸一段距离，之后脱离甩油盘。转速大于 1.5kr/min
后，液体直接从出口 A甩离，不再沿外壁面延伸。出

Fig. 3 Schematic of inject tube

Fig. 2 Schematic of slinger with blades

Fig. 4 Schematic of slinger with one orifice

Fig. 5 Schematic of test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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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B中，由于出口后开槽阻断了液体在外壁面延伸，

只有在转速为 0.72kr/min时，槽后外壁面上略有液体

延伸；转速大于 0.96kr/min后，外壁面无液体延伸，液

体直接甩离甩油盘。出口 C中现象与出口 B中类似，

在转速 0.72kr/min时，液体在槽后外壁面略有延伸，

延伸的液体数量比出口 B略多。转速大于 0.96kr/min
后，液体不再延伸。

图 7为更高转速下三个出口的液体形态图。出

口 A与出口 B液体形态类似，当转速大于 1.5kr/min
时，液体出口形成液膜，液膜两侧靠近甩油盘侧壁面

的液体较多，形成两股明显的液柱。随转速增加，液

膜中间的部分越来越小，直至转速达到 3.6kr/min时，

不再形成明显液膜，液体主要集中于出口两侧，形成

多股液柱甩出。转速进一步增加，液柱长度变短，当

转速大于 6kr/min后，出口中间液柱数量明显增多，当

转速大于 9kr/min后，液体基本沿出口均匀分布，不再

明显聚集于两侧。出口 C中液体只有在 1.5kr/min时
在出口附近形成完整液膜，转速大于 1.5kr/min后，液

体主要集中于出口两侧，形成两股大液柱，同时出口

中间有多股小液柱。转速达到 3.6kr/min后，中间液

柱数量大大减少，液体基本从出口两侧甩出。转速

达到 6kr/min后，中间液体数量开始增多，9kr/min后
液体基本沿出口均匀分布，形成多股液柱甩出。

液体分布主要集中于出口两侧，原因是叶片两

Fig. 6 Pictures of outlet A，B，C at low rotating speed

Fig. 7 Pictures of outlet A，B，C at high rotating speed

2273



推 进 技 术 2019 年

侧与甩油盘侧壁面相连，形成两个直角。液体由于

表面张力作用，会向曲率小的地方聚集，因此会聚集

于出口两侧。液体会在叶片表面形成液膜，液膜厚

度随转速增加而减小，当转速增大到一定程度时

（3.6kr/min），叶片表面无法再形成稳定液膜，因此出

口 A，B附近的液膜消失。出口 C由于锯齿端有大量

曲率很小的尖角，可以一定程度上聚集液体，只有叶

片表面液膜厚度足够时才能形成液膜（1.5kr/min），同

时可以使液体沿出口布分布更加均匀，并形成更多

数量的液柱。

3.2 液雾特性

PDPA利用激光干涉原理，可以测量得到通过某

点的所有液滴的直径、运动速度及方向。对所有液

滴数据进行分析，可得到测点位置的液雾 SMD、浓

度、R-R（Rosin-Rammler）分布指数等参数。其中，

SMD由式（1）计算得到

d32 =
∑
i = 1

N

di 3

∑
i = 1

N

di 2
（1）

式中 d32表示 SMD，N为测量得到的液滴数量，di
为各个液滴的直径。液雾浓度用单位时间通过测点

的液滴数量衡量，由式（2）计算得到

N t = Nt （2）
式中 t为测量时间。

R-R分布常用来描述液体雾化后液滴的分布规

律。R-R分布如式（3）所示

R = 1 - e-( )dd0
n

（3）
式中 R为液雾中小于直径 d的所有液滴的体积

分数，d0为特征直径，表示液雾中小于此直径的液滴

体积分数为 63.2%，n为液雾分布指数，n越大，表示液

滴分布范围越集中，液雾均匀性越好。

对式（3）等号两边进行两次自然对数计算，得到

式（4）。式（4）为以 d为自变量，ln (ln ( 1R ))为因变量

的线性函数，根据 PDPA测量得到的液滴数据，进行

线性拟合，即可算出 R-R分布指数 n。

ln ( )ln ( )1R = n ln d - n ln d0 （4）
3.2.1 液雾分布特性

液雾特性主要在甩油盘径向、轴向两个方向变

化，即图 5中 Y轴与 X轴方向，图中 1～5测点用于研

究液雾特性在甩油盘径向上的变化规律。理论上，

液雾分布应关于 Y轴对称，高速摄影拍摄的出口液体

形态也印证了这一点（图 6，图 7），因此只在 Y轴一侧

选取测点 5～7来研究液雾特性在甩油盘轴向上的变

化规律。

3.2.1.1 液雾径向分布规律

图 8为流量为 3g/s时，出口 A在不同转速下液雾

SMD、浓度在径向上的变化曲线图。可以看到，液雾

SMD整体上随转速增加而减小，浓度 N t随转速增加

而增大。当转速为 3kr/min，6kr/min时，液雾 SMD随

径向距离增加而增大；转速为 12kr/min，24kr/min时，

SMD先随径向距离增加而减小，在 Y＝20mm时达到

最小，之后再随径向距离增加而增大。液雾浓度 N t
整体上与液雾 SMD呈反比，SMD小的地方浓度大，

SMD 大 的 地 方 浓 度 小 ，SMD 最 小 点 的 液 雾 浓 度

最大。

液体从出口甩出后，先在空气剪切力作用下进

行破碎，在一定时间后破碎到最小直径，之后又会相

互碰撞融合，形成更大的液滴，因此在径向方向上，

液雾 SMD呈现先变小后变大的规律。液雾 SMD最小

点的径向距离与液体离开出口的径向速度及破碎时

间有关。在 3kr/min，6kr/min时，液雾 SMD最小处应

该出现在 Y<10mm的地方，因此在 Y=10mm～50mm
之间随径向距离增加而增大；在 12kr/min，24kr/min
时，由于转速增加，液体离开出口时的径向速度变

大，液雾 SMD最小点外移至 Y=20mm处。虽然转速

24kr/min的出口液体径向速度大于 12kr/min，但转速

增加，液滴受到的剪切力加大，破碎时间变短，综合

影响，二者液雾 SMD最小点径向位置接近。

图 9为转速 3kr/min时，出口 A的液雾 SMD、浓度

Fig. 8 Spray SMD/concentration radial distribution curves

of outlet A at different rotating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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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流量下径向分布曲线图。液雾 SMD整体上随

径向距离增加而增大，浓度随径向距离增加而减小，

与图 8中得到的结论对应。当流量在 3g/s～15g/s时，

流量增加，液雾 SMD没有明显变化趋势，某些径向位

置的液雾 SMD大小出现波动，但波动范围不大。液

雾浓度随流量增加而增大。

用相同的方法，对出口 B与出口 C进行分析，其液

雾 SMD与浓度在径向上分布规律与出口 A相同。因

此可以总结，叶型甩油盘液雾 SMD整体上随转速增加

而减小，浓度随转速增加大增大。当径向距离增加

时，液雾 SMD先减小后增大，当转速小于 6kr/min时，

SMD最小点距出口径向距离小于 10mm；当转速大于

12kr/min后，SMD最小点约在 Y＝20mm附近。液雾浓

度大致随径向距离增加而减小，并与液雾 SMD呈反

比，即 SMD大的地方浓度小，SMD小的浓度大。

3.2.1.2 液雾轴向分布规律

图 10、图 11为流量 3g/s时，出口 A和出口 C在不

同转速下液雾 SMD、浓度在甩油盘轴向方向上的变化

曲线图。转速为 3kr/min，6kr/min时，出口 A液雾 SMD

随轴向距离增加而减小；转速为 12kr/min，24kr/min
时，SMD随轴向距离增加而增大。出口 C液雾 SMD在

所有转速下均随轴向距离增大而增大。液雾浓度的

变化规律与 SMD不同，出口 A的液雾浓度在所有转

速下均随轴向距离增加而减小，出口 C的液雾浓度在

转速 3kr/min，6kr/min时随轴向距离增大先增加后减

小，12kr/min，24kr/min时随轴向距离增加而减小。出

口 B的液雾分布特性与出口 A一致。

由图 6、图 7知道，当转速小于 6kr/min时，出口 A，
B，C的液体主要集中于出口两侧，出口 C液体比 A，B

沿轴向分布更加均匀。流量在 12kr/min~24kr/min时
三个出口液体基本沿轴向均匀分布。结合图 10、图
11可知，当液体沿出口轴向均匀分布时，液雾 SMD随

轴向距离增加而增大，浓度随轴向距离增加而减小。

当液体主要分布于出口两侧时，液雾分布特性改变，

出口 A，B主要改变液雾 SMD分布，出口 C主要改变

液雾浓度分布。

图 12为转速 3kr/min时，出口 C在不同流量下液

雾 SMD、浓度在轴向上变化曲线。液雾浓度随流量

增加而明显增加，并随轴向距离增加，增加幅度逐渐

减小。轴向各点的液雾 SMD随流量增加，变化并不

规律，X=0点的 SMD随流量增加而减小，X=5mm点的

SMD随流量增加而增大，而 X=10mm点的 SMD随流

量增加先增大后减小。出口 A，B液雾轴向特性随流

量变化同样不规律。

在一定流量范围内（3g/s～15g/s），由于叶型甩油

盘叶片轴向长度足够，流量增加，液体优先改变在出

口轴向的分布，径向速度改变不大，因此增加流量，

Fig. 11 Spray SMD/concentration axial distribution curves

of outlet C at different rotating speed

Fig. 9 Spray SMD/concentration radial distribution curves

of outlet A at different flowrate

Fig. 10 Spray SMD/concentration axial distribution curves

of outlet A at different rotating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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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型甩油盘液雾 SMD在径向、轴向上变化并不规律。

流量增加，液雾 SMD没有明显变化情况下，液滴数量

明显增加，因此叶型甩油盘液雾浓度随流量增加而

增加。

3.2.1.3 圆出孔液雾分布特性

图 13为流量为 3g/s时，圆出孔甩油盘（图 4）的液

雾 SMD、浓度在不同转速下沿径向分布曲线图。图 14
为转速为 3kr/min时，圆出孔甩油盘的液雾 SMD、浓度

在不同流量下沿径向分布曲线图。从图 13看到，圆出

孔的液雾 SMD整体上随径向距离的增加先减小后增

大，当转速达到 6kr/min时，圆出孔的液雾 SMD最小点

外移至 Y＝20mm附近，而出口 A，B，C液雾 SMD在转

速 12kr/min时才外移至 Y=20mm。圆出孔各个转速下

液雾浓度均在 Y=20mm处达到最大，之后随径向距离

增加而减小。从图 14看到，圆出孔液雾 SMD、浓度同

随流量增加而增大，浓度数值与流量约成正比，即流

量增加 2倍，相同测点浓度增加 2倍。而叶型甩油盘

液雾 SMD随流量变化不明显，浓度虽然随流量增加而

增大，但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等比关系。

图 15为流量 3g/s时，圆出孔液雾在不同转速下

液 雾 SMD、浓 度 在 轴 向 上 变 化 曲 线 图 。 在 X=0～
10mm区间，液雾 SMD随 X增加而增大，浓度随 X增加

而减小。随着转速增加，浓度曲线斜率越来越大，说

明转速越高，液雾在轴向上越向 X=0处集中。

图 16为出口 A，B，C及圆出孔在流量为 3g/s、转
速为 12kr/min时，液雾特性轴向分布曲线图。四个出

口液雾 SMD整体上随 X增加而增大，浓度随 X增加而

减小。圆出口液雾浓度斜率最大，说明在轴向上，圆

形出口的液雾最集中。出口 A，B，C液雾浓度斜率相

差不大，三者液雾浓度轴向分布均匀性类似。出口 C
的浓度整体上大于相同条件下的出口 A和 B，说明锯

齿型出口可以增加破碎液滴数量，高速摄影相片中

出口 C处液体形成的液柱数量更多也证明这一点。

圆形出口与叶型甩油盘出口主要区别是，叶型

甩油盘出口在轴线方向上长 10mm，而圆形出孔只有

3mm，且呈曲线。当转速增加时，叶型甩油盘出口液

体径向速度增加的同时，轴向分布也变得更加均匀，

从图 7可以看到这一点。而圆出孔中液体只能更加集

Fig. 14 Spray SMD/concentration radial distribution

curves of circle outlet at different flowrate

Fig. 15 Spray SMD/concentration axial distribution curves

of circle outlet at different rotating speed

Fig. 12 Spray SMD/concentration axial distribution curves

of outlet C at different flowrate

Fig. 13 Spray SMD/concentration radial distribution

curves of circle outlet at different rotating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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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于出孔一侧的曲型中，因此圆形出孔中液体径向速

度增加程度远大于叶型甩油盘，所以在转速 6kr/min
时，圆出孔的液雾 SMD最小点已外移至 Y=2mm（图

13）。同理，当流量增加时，圆出孔中液体形成的初

始液柱直径增加程度远大于叶型甩油盘出口，因此

流量增加，圆出孔液雾 SMD明显变大（图 14），而叶型

甩油盘液雾 SMD变化不规律（图 9、图 12）。同时可以

知道，圆出孔的液雾分布在轴线方向上更加集中，叶

型甩油盘出口液雾轴向分布更加宽广（图 16）。

3.2.2 雾化效果对比

由前面研究知道，转速是影响出口 A，B，C和圆

出孔液雾特性的主要因素，流量对叶型甩油盘液雾

影响不规律，因此主要对比相同流量下，四个出口液

雾特性随转速变化规律。由前面研究知道，液雾主

要集中于 X=0线，SMD最小点最多出现在测点 2附

近。另小型甩油盘燃烧室主燃烧区在离轴线 100mm
附近［12］，因此选择测点 2，5的液雾特性作为主要研究

对象。

图 17、图 18分别为测点 2，5处四个出口液雾特

性随转速变化曲线图，流量为 3g/s。可以看到，圆出

口液雾 SMD整体上小于其它出口，转速高时更加明

显。出口 A液雾 SMD最大，出口 B，C液雾 SMD接近，

证明在出口后开槽可以有效减小液雾 SMD。圆出口

浓度最大，出口 A浓度最小，出口 B，C浓度接近。在

测点 2处，低转速（3kr/min）时出口 C液雾 SMD明显小

于出口 A和 B，表明锯齿型出口可以改善叶型甩油盘

低速下雾化性能。当转速小于 10kr/min时，液雾 SMD

曲线随转速增加急剧下降，浓度曲线急剧上升；当转

速大于 10kr/min后，SMD及浓度曲线变化缓和很多，

说明转速小于 10kr/min时，增加转速可以明显改善雾

化质量；转速大于 10kr/min后，增加转速对雾化的改

善作用下降很多。

图 19为流量为 3g/s时，测点 2，5的液雾 R-R分

布指数 n随转速变化曲线图。n越大，表明液雾越均

匀。由图可知，圆出口的 n值明显小于其它出口，说

明圆形出口的液雾均匀性比叶型甩油盘差。圆出口

与出口 C的 n值整体上随转速增加而升高，说明增加

转速，可以增加二者液雾均匀性。出口 A，B曲线变

化不规律，但整体上高于圆出口。

Fig. 16 Spray SMD/concentration axial distribution curves

of outlet A,B,C and circle

Fig. 19 R-R distribution index n-rotating speed relation

curves of outlet A,B,C,circle at point 2,5

Fig. 17 Spray SMD/concentration-rotating speed relation

curves of outlet A,B,C,circle at test point 2

Fig. 18 Spray SMD/concentration-rotating speed relation

curves of outlet A,B,C,circle at test poin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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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对叶型甩油盘三种出口的液体形态及雾化特性

进行了试验研究，并与传统圆形出口甩油盘进行对

比，得到以下结论：

（1）在低转速下，叶型甩油盘液体主要从出口两

侧甩出（小于 6kr/min）；转速增加，出口中间液体逐渐

增多，直至达到 9kr/min 后，液体基本沿出口均匀

分布。

（2）在出口后开槽可以阻断低速下液体在甩油

盘外壁面的延伸；锯齿型出口可以提高出口液体分

布的均匀性。

（3）叶型与圆孔甩油盘的液雾 SMD均沿径向距

离的增加先减小后增大，转速大于 12kr/min（叶型甩

油盘）或 6kr/min（圆孔甩油盘）后，SMD最小点径向距

离约为 20mm。

（4）叶型甩油盘液雾轴向分布特性与液体在出

口的形态有关，并且轴向分布范围比圆出孔甩油盘

更广。

（5）液雾浓度分布与 SMD分布呈反比，即 SMD小

的地方浓度大，SMD大的地方浓度小。

（6）叶型甩油盘液雾 SMD随转速增加而减小，在

一定范围内（3g/s～15g/s），流量增加，SMD没有明显

变化规律。圆出孔甩油盘液雾 SMD随转速增加而减

小，流量增加而增加。二者液雾浓度均随转速、流量

的增加而增加。

（7）在叶型甩油盘出口后开槽可以显著减小液

雾 SMD；锯齿型出口可以增加液雾浓度。

（8）相较圆出孔甩油盘，相同流量、转速下叶型

甩油盘液雾 SMD更大，但液雾浓度轴向分布范围更

广，液雾 R-R分布指数 n更大，即液雾更加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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